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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未 来 深 耕 细 作
——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高红卫

本报记者 姜天骄

航天强国，逐梦浩瀚太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记者：怎样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航天强国”概念？

高红卫：我理解，建设航天强国的内涵
主要包括3个重要方面，即航天技术、航天
技术成果的应用和航天精神。

记者：您认为建设航天强国的关键是
什么？

高红卫：建设航天强国关键在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重大技术创
新、自主创新，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我国的航天事业是守护国家安全、提
升国际地位、提振民族精神、落实创新驱
动战略的伟大事业，承载着神圣的历史
使命。

虽然我们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在航
天基础理论研究、先进材料与先进工艺、试
验设施与试验方法等方面，我们与发达国

家相比还有差距。
面向未来，航天科工将继续坚持把航

天防务装备建设放在首位，持续加强装备
体系顶层设计，不断加大武器研究力度，
狠抓“五个新一代”（新一代武器装备技
术及应用、新一代航天发射技术及应用、
新一代自主可控信息技术及应用、新一代
智能制造技术及应用、新一代材料与工艺
技术及应用） 产品和“四项基础技术”

（微系统基础技术、自主可控信息安全基
础技术、智能制造基础技术、智慧产业基
础技术） 创新，推动“新三化”（结构功
能一体化、系统与分系统集成化、软件与
硬件相互渗透化）、微系统技术普遍运
用，加快武器装备技术创新等，健全完善
适应信息化战争和履行科技兴军使命要求
的武器装备体系，努力在我国国防事业发
展中发挥好主力军作用。

记者：航天精神对航天事业的发展有
何影响？

高红卫：伴随着航天事业成长应运而

生的是，航天人共同凝练的航天三大精
神。航天精神是可以永久流传的巨大精神
财富，当下的中国航天人，是老中青航天工
作者的复合体，是科技人才、技能人才、管
理人才的复合体，是航天防务、装备制造、
现代服务业人才的复合体。虽然有不同的
经历、不同的知识背景、不同的工作岗位，
能把这些航天工作者凝聚在一起的就是航
天精神。这是所有航天人的共同语言、共
同价值观和共同追求。

航天精神、航天文化已经深深地融入
到每一个航天人的血液里，汇聚成强烈的
认同感和使命感，形成推动中国航天事业
发展的强大动力。

记者：航天作为一项高新技术，它的覆
盖面、影响力以及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让
人惊叹。未来，航天技术将如何更好地服
务国民经济发展？

高红卫：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
富国与强军相统一，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格局。我国的航天事业担负着以高科技

辐射带动国民经济转型、提质、升级的历史
使命。航天科工在大力发展航天防务产业
的同时，致力于走中国特色军民深度融合
发展道路，坚持“大防务、大安全”发展理
念，凭借专业技术优势，在信息技术与信息
安全、高端装备制造与研发、智慧产业等领
域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突破，既促进了
产业与行业的技术进步，又创造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未来，我们将深入贯彻国家军民深度
融合发展战略，大胆创新并深耕细作，开
启商业航天新时代，大力发展自主可控信
息安全产业、智能制造产业等各类智慧产
业，以工业互联网建设为抓手打造高科技
制造业的新业态体系，以国家双创示范基
地建设为契机汇聚内外发展新动能，努力
在智能经济时代继续发挥我国高科技制造
业国家队第一梯队作用，在我国信息技术
产业发展中发挥好生力军作用，在装备制
造产业和智慧国家建设中发挥好先锋队
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建设航天强国的战略目标。中

国航天创建 60 余年来，取得了

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

探测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

就。随着对关键技术的持续攻

关，中国在未来对浩瀚星辰的征

途中，将不断标注中国发展的新

高度，逐步具备全面的宇宙空间

探索和应用能力，最终实现全面

建成世界航天强国的目标。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
天强国，是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航天梦。
从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到莫高窟的飞天壁
画，飞天梦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久远。
然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早仰望
星空的民族才真正迈出探索太空的步伐。

60多年艰辛求索，几代航天人接续奋
斗，我国航天事业实现了从无人飞行到载
人飞行，从天地往返到航天员出仓行走，从
单船飞行到组合体稳定运行，从交会对接
到在轨驻留……立足自主创新，刻苦攻关，
我国逐步掌握了航天领域的核心关键技
术，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
新成果，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航天队伍，走
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
航天强国的战略目标，让航天人探索宇宙、
逐梦太空的步履更加坚定有力。

认清现状 夯实根基

我国目前已进入航天大国的行
列，但仍不算航天强国，需要在天地往
返运输能力、载人航天能力、深空探测
能力和卫星应用能力4个方面进一步
提高

“从成果和产品的技术水平来说，我国
目前已进入航天大国的行列，但仍不算航
天强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
记、董事长雷凡培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建设航天强国的战略目标后，航天科技
集团对航天强国的指标进行了细分，包含
100多个产品技术指标和27个经济指标。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技术
指标达到了国际一流先进水平，二分之一
的经济指标达到国际一流先进水平。

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秘书长杨
宇光认为，如果把建设航天强国的各项指
标转换成具体能力，我国航天事业至少还
有 4 个方面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天地往
返运输能力、载人航天能力、深空探测能力
和卫星应用能力。

其中，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稳步推进，至
今已连续成功发射了 11 艘载人飞船、2 个
空间实验室和 1 艘货运飞船，掌握了载人
天地往返、空间出舱、空间交会对接、航天
员中期驻留和空间货物运输与补给等关键
技术。

在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二部“虹云工程”
总设计师向开恒看来，独立自主、安全自由

地进出空间和高效利用空间的能力是航天
强国应该具备的必要条件。2017 年 4 月
20日，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发射升
空，随后按计划完成了多项拓展应用和相
关试验，先后验证了空间站货物补给、推进
剂在轨补加、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等重要关
键技术。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标志着中国航天迈进“空间站时代”。根据
计划，我国将在2022年前后完成中国空间
站建造，开展大规模的空间科学研究和应
用。“这一战略规划为我们下一步建设航天
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向开恒说。

航天科工集团二院 23 所型号副总师
杜鑫认为，真正的航天强国不但要在航天
领域所涉及的科学与工程方面建成全要素
体系，对全球科技、经济发展形成引领与推
动，还要能够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
开展基础科学研究与工程探索，在恒星级
能源利用、行星际空间旅行、光年级信息传
递、宇宙空间生命维持与生态建立等方面
开拓与创新。

明确目标 攻关技术

我国科研人员加强自主研发，攻
关核心技术，在探测感知、动力能源、
材料技术等方面不断向国际先进水平
迈进，力争2020年左右我国具备全面
的宇宙空间探索和应用能力

我国已经取得了独立自主的载人航

天、月球探测、北斗二代导航卫星系统等举
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美俄等航天强国
相比，我国在探测感知、动力能源、材料技
术等方面还存在差距，科研人员不断创新，
加强自主研发，攻关核心技术，向国际先进
水平迈进。

以探测感知为例，目前我国自主研发
的嫦娥五号探测器正在开展总装测试阶段
的各项相关工作，计划进展顺利。如果该
项工程顺利实施，将实现月球软着陆以及
采样返回，有望实现我国开展航天活动以
来首次在月球表面自动采样、首次从月面
起飞、首次在38万公里外的月球轨道上进
行无人交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以接近第
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这将使我国探测感
知能力得到质的飞跃。此外，我国预计将
于2018年发射嫦娥四号，将首次实现人类
探测器月球背面软着陆。

运载火箭也是加快推动我国从航天大
国向航天强国迈进的前提基础和重要条
件。2016 年 11 月 3 日，我国运载火箭升
级换代的里程碑工程长征五号首飞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长征五号是我国起飞规模最
大、运载能力最大、技术跨度最大的一型
运载火箭，将我国火箭运载能力提升至近
地轨道 25 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14 吨，
是我国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标
志之一。

当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正在开展重
型运载火箭关键技术攻关和方案深化论
证，发展低成本运载火箭、可重复使用运

输系统等技术，实现新一代运载火箭对现
役运载火箭的逐步替代。掌握这项技术
后，我国将形成将卫星、飞船等航天器送
到地球任何轨道开展月球和深空探测的运
载能力。

运载能力的大幅提升也使我们的空间
探测瞄准了更遥远的深空。2016年1月，
火星探测任务已经批准立项，预计2020年
左右由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一颗火星探
测卫星，直接送入地火转移轨道。中国首
次火星探测将一次实现“环绕、着陆、巡视”
3个目标，据了解，这是其他国家第一次实
施火星探测时不曾有过的。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
略，2020年左右中国将建成长期有人照料
的空间站，实现月球采样返回和火星着陆
探测，完成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和高分辨率
对地观测系统建设，全面推进重型运载火
箭研制，建成以通信、导航和遥感卫星系统
为主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使我国具备全
面的宇宙空间探索和应用能力。力争到
2020 年，我国在轨航天器数量超过 200
颗，年发射数量达到 30 次左右，基本达到
世界航天强国水平；到 2030 年，推动我国
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航天技术指标从30%
提高到 60%，跻身世界航天强国行列；到
2045年，全面建成世界航天强国。

利用优势 加快步伐

建设航天强国，要充分利用我们
的制度优势、后发优势和不断凸显的
经济快速发展优势，从而进一步加快
建设步伐

航天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
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动力。浩
瀚的太空还有许多未知的奥秘有待探索。
现阶段，我国的航天科技工业体系主要支
撑近地空间以及地月空间的探测与开发，
而对于在宇宙尺度下的能源利用、空间旅
行、信息传递、生命维持及生态建立等方
面，仍需要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与多学科工
程应用探索，比如量子通信、可控核聚变
等前沿科技在航天中的应用研究仍需加
强，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星辰征途中行稳
致远。

雷凡培表示，下一步，航天科技集团将
重点提升航天新概念、新原理、新领域的原
始创新能力和重大航天工程的集成创新能
力，加快推动航天制造和管理模式的转型
升级，推进航天科技向国民经济领域的转
化应用，打造更加开放、合作、共赢的航天
科技工业新体系。

中国航天事业的特点和优势在于自主
创新、人才培养、举国体制和自我造血。向
开恒认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在不断摸索中
坚持自主创新，才能一直前进。建设航天
强国，要充分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后发优
势和不断凸显的经济快速发展优势。制度
优势是可以统筹规划，集中力量办大事；后
发优势是可以更多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少
走弯路；经济快速发展的优势则带来更多
的需求牵引，同时也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
保障。此外，在传统航天发展模式（政府投
入为主）的基础上，还要重视商业航天发展
模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以资本的力量快
速推动航天全产业链的发展。

如今，国家航天重大工程依然发挥着
重要的牵引作用，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
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航天重大工程即将启动实施，将进一步
加快我国航天强国建设的步伐。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拍摄的长征五号遥二火箭。 张文军摄 （新华社发）


